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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稻品种对褐飞虱的抗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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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调查目前江西主栽水稻品种对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的抗性级别，为抗褐飞虱

水稻品种的选育、推广和褐飞虱的防治提供基础数据。【方法】 采用标准苗期集团筛选法，评价了江西推

广的 25 个水稻品种（3 个早稻品种，15 个中稻品种，7 个晚稻品种）苗期和成株期对褐飞虱的抗性。      

【结果】 早稻品种苗期和成株期的抗级为 7级（感虫）或 9级（高感）；中稻品种中隆两优 534和五山丝

苗苗期抗级为 5 级（中抗），但成株期抗性丧失，其余品种苗期、成株期的抗性等级为 7 级（感虫）或 9

级（高感）；晚稻品种高优红 88和丰源优 2297苗期抗级分别为 7级（感虫）和 9级（高感），成株期抗级

均为 5级（中抗），其余品种苗期、成株期的抗级为 7级（感虫）或 9级（高感）。【结论】 目前在江西普

遍种植的水稻品种中，多为感虫和高感品种，抗性品种较少，且抗性不高。 

关键词  水稻品种，褐飞虱，标准苗期集团筛选法，抗性筛选，抗性等级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rice varieties (lines) to the brown  
planthopper (Nilaparvata lu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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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the use of rice varieties resistant to the brown 

planthopper (BPH)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 [Methods]  The resistance of 25 rice varieties, including 3 early varieties, 15 

middle varieties, and 7 late, varieties, to BPH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standard seedbox screening technique (SSST) during 

both the seedling and adult stages of growth. [Results]  All 3 early-rice varieties were either sensitive, or highly sensitive, to 

BPH during both the seedling and adult stages. Two middle-rice varieties, Longliangyou534 and Wushansimiao, were 

moderately resistant to BPH at the seedling stage, but sensitive to BPH at the adult stage. The other 13 middle-rice varieties were 

either sensitive, or highly sensitive, to BPH. Two late rice varieties, Gaoyouhong88 and Fengyuanyou2297, were moderately 

resistant to BPH at the adult stage, but sensitive to BPH at the seedling stage. The other 5 late-rice varieties were sensitive, or 

highly sensitive, at both the seedling and adult stages. [Conclusion]  At present, most of the rice varieties planted in Jiangxi 

are sensitive, or highly sensitive, to BPH and the few resistant varieties have relatively low resistance to this pest. 

Key words  rice varieties,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 standard seedbox screening technique (SSST), resistance screening, 

resistance grade 

21 世纪以来水稻两迁害虫（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 和 稻 纵 卷 叶 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üenée）的连续大暴

发，特别是褐飞虱的特大暴发对我国水稻生产造

成严重威胁（翟保平和程家安，2006）。褐飞虱

是亚洲地区一种远距离迁飞性水稻害虫，其周期

性的往返迁飞为害给我国水稻生产带来了巨大

损失，褐飞虱通过直接吸食、产卵、传播和诱发

水稻病害等方式对水稻造成危害，在水稻发育后

期，褐飞虱对水稻产量的减少有更为直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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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甚至会造成绝收（芦芳，2012），江西作为

水稻主要种植区，褐飞虱的危害比较常见，如

2016 年在江西的南部和北部出现了褐飞虱发生

早，危害重的情况（周阳等，2017）。 

当前，我国对褐飞虱的主要防治手段包括化

学防治和抗虫品种的使用（张凯等，2013），但

是由于杀虫剂的长期不合理使用，使褐飞虱对化

学农药的抗性不断增强，导致农药使用的恶性循

环，同时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肖军和赵景

波，2005；冯永斌等，2010；凌炎等，2011；

刘成社等，2011；张帅等，2014；樊龙飞等，

2016）。实践证明，抗虫品种的利用是目前防治

褐飞虱最为安全且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吕仲贤

等，2002；陈建明等，2005）。自 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我国研究人员对褐飞虱抗虫资源的寻找

及品种的选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彭忠魁和唐明

远，1980；顾正远等，1991；陶林勇和冯克

强，1992；钟永模和陆贤军，1995；吕仲贤

等， 2002；陈建明等， 2005；黄水金等，

2012；陈云风等，2015）。但是，长期单一大面

积种植单基因抗褐飞虱品种（陶林勇和冯克强，

1992），也会导致褐飞虱对其抗性增强。20世纪

70 年代国际水稻研究所推广的含有 bph1 的

IR26，后推出的含有 bph2基因的 IR36，但两个

水稻品种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抗性下降直至抗

性丧失，致使克服品种抗性的新生物型产生

（Nagata et al.，1979）；在我国中部和南部稻区

大面积种植汕优 63、汕优 6 号后也导致了新的

“生物型”产生使这些品种的抗虫性丧失，21

世纪以来，一些衍生的含有 bph1 基因的杂交稻

和常规稻对褐飞虱的抗性也相继丧失了（寒川一

成等，2003）。褐飞虱新生物型的产生使育种工

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培育高产、抗褐飞虱水稻品

种任重道远。 

我国科研工作者也对不同地区的主栽水稻

品种抗褐飞虱的情况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研究发

现，江苏稻区推广面积较大的宁粳 1号、淮稻 9

号最耐褐飞虱，后期褐飞虱对淮稻 9号产量的影

响最大，宁粳 1号的影响最小（张桥等，2014）；

广东省超级稻主栽品种‘玉香油占’在大田中对

褐飞虱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张振飞等，2014）；

河南省主栽的丰两优 916、丰糯 801 和珍珠糯对

褐飞虱有较强的抗性，延长了卵的发育历期，降

低了成虫寿命（丁识伯等，2012）；湖北等省区

主栽的扬两优 6号对褐飞虱表现为感虫（商科科

等，2011），两优培九高感褐飞虱（王梁全等，

2009）；彭兆普（2009）对湖南省推广的主要杂

交水稻进行了苗期抗褐飞虱的实验，未发现抗褐

飞虱品种。一系列研究表明我国推广种植的水稻

品种中缺乏抗褐飞虱的品种。 

目前，有关江西省种植的水稻品种对褐飞虱

抗性评价的报道甚少，为了解江西种植的水稻品

种对褐飞虱的敏感性，及时掌握不同水稻品种对

褐飞虱的抗性情况，本实验采用标准苗期集团筛

选法（The standard seedbox screening technique，

简称 SSST 法）（张志涛等，1986）对江西 2017

年推广的早、中、晚稻不同品种对褐飞虱的抗性

水平进行了评价，以期为抗褐飞虱品种的选育、

推广和褐飞虱的防治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1.1.1  供试水稻  供试水稻品种（表 1）（早稻

品种 3个，中稻品种 15个，晚稻品种 7个）购

买于江西省南昌市种子零售店。 

1.1.2  供试虫源  供试所用褐飞虱虫源来自于

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在室外用高感品

种陵两优 211 饲养繁殖多代建立种群，1-2 龄若

虫用于苗期的抗性筛选，2-3 龄的若虫用成株期

的抗性筛选。 

1.2  试验方法 

1.2.1  水稻苗期抗性鉴定  采用标准苗期集团

筛选法（SSST 法）将水稻品种播于温室（温度

（28±1）℃，湿度 80%，自然光照）的 200（10×20）

穴的育秧盘上，每个品种 3 个重复，每个重复

10株苗，另设 TN1为感虫对照，PTB33为抗虫

对照，各品种随机排列。待水稻苗 2叶 1心时期，

平均每株苗接入 1-2龄褐飞虱若虫 7-8头，当感

虫品种 TN1 死苗率达 70%时，逐日记载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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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 年江西省种植的水稻品种 
Table 1  Rice varieties planted in Jiangxi province in 2017 

水稻品种 Variety 类别 Type 生产商 Manufacture 

隆两优 1141 Longliangyou1141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农香优华占 
Nongxiangyouhuazhuan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江西省三丰农业有限公司 

N两优华占 Nliangyouhuazhan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湖南希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紫两优 5218 Ziliangyou5218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江西惠农种业有限公司 

隆两优 534 Longliangyou534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望两优 6号Wangliangyou6hao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湖南希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山丝苗Wushansimiao 常规稻，中稻 Conventional rice, middle-season rice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两优 862 Shenliangyou862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江西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两优培九 Liangyoupeijiu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江西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两优华占 
Jingliangyouhuazhuan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深两优 841 Shenliangyou841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江西博大种业有限公司 

嘉优中科 2号 
Jiayouzhongke2hao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福建金山都发展有限公司 

隆两优 1813  
Longliangyou1813 

杂交稻，中稻 Hybrid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湖南民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粤美丝苗 Yuemeisimiao 常规稻，中稻 Conventional rice, middle-season rice 江西博大种业有限公司 

桂花占 Guihuazhan 常规稻，中稻 Conventional rice, middle-season rice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陵两优 104 Lingliangyou104 杂交稻，早稻 Hybrid rice, early-season rice 湖南民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陵两优 611 Lingliangyou611 杂交稻，早稻 Hybrid rice, early-season rice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柒两优 2012 Qiliangyou2012 杂交稻，早稻 Hybrid rice, early-season rice 江西金惠种业有限公司 

隆香优华占 
Longxiangyouhuazhan 

杂交稻，晚稻 Hybrid rice, late-rice 江西博大种业有限公司 

吉优 1100 Jiyou1100 杂交稻，晚稻 Hybrid rice, late-rice 江西省天仁种业有限公司 

高优红 88 Gaoyouhong88 杂交稻，晚稻 Hybrid rice, late-rice 江西金惠种业有限公司 

隆香优 130 Longxiangyou130 杂交稻，晚稻 Hybrid rice, late-rice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丰源优 2297 Fengyuanyou2297 杂交稻，晚稻 Hybrid rice, late-rice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荣优 15 Rongyou15 杂交稻，晚稻 Hybrid rice, late-rice 江西省天仁种业有限公司 

Y两优 1号 Yliangyou1hao 杂交稻，晚稻 Hybrid rice, late-rice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上的死苗数，至 TN1 全部枯死时，查表评定抗

性等级（刘光杰等，2002）。 

1.2.2  水稻成株期抗性鉴定  采用标准苗期集

团筛选法（SSST法）对成株期进行抗性鉴定，7

月 12 日播种育秧，8 月 5 日移栽并罩网，分 3

个小区，每个小区 25 个品种加两个对照（TN1

为感虫对照，PTB33为抗虫对照）。每品种 1行

10株（行距 10 cm，株距 5 cm），各品种随机排 

列。8月 28日，每丛接褐飞虱 2-3龄若虫 6-7头，

让其取食繁殖。待 TN1 植株将近全部枯萎时，

根据植株受害症状查表评定抗性等级 （刘光杰

等，2002）。 

1.3  数据处理 

所有实验数据采用 SPSS16.0 数据处理系统

进行统计分析，多重比较采用 Duncan’s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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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水平为 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早稻品种对褐飞虱的抗性鉴定 

陵两优 104 苗期死苗率为 70%与对照 TN1

相比差异显著，但成株期死苗率上升，与对照差

异不显著。陵两优 611 和柒两优 2012 苗期死苗

率与对照 TN1 差异不显著，两者成株期死苗率

下降，且柒两优 2012与对照 TN1相比差异显著。 

陵两优 104苗期抗级为 7级，表现为感虫，

陵两优 611和柒两优 2012苗期抗级为 9级，表

现为高感，但在成株期陵两优 104抗级达 9级，

表现为高感，抗性减弱；柒两优 2012 抗级为 7

级，表现为感虫，抗性增强；而陵两优 611抗级

任为 9级，抗性未发生改变，成株期依然是高感

褐飞虱（表 2）。 

2.2  不同中稻品种对褐飞虱的抗性鉴定 

隆两优 1141、农香优华占、N两优华占，紫

两优 5218、望两优 6号、两优培九、嘉优中科 2

号苗期的死苗率较高，超过 80%，与对照 TN1

差异不显著，但在成株期死苗率下降。晶两优华

占和深两优 841苗期的死苗率在 75%左右，成株

期死苗率下降到 60%左右，苗期和成株期的死苗

率都与对照 TN1 差异显著。隆两优 534 和五山

丝苗苗期的死苗率低于 50%，但在成株期死苗率

提高到 65%左右，都与对照 TN1 存在显著性差 

异。深两优 862 和隆两优 1813 苗期和成株期的

死苗率变化不大。隆两优 1141、农香优华占、 

粤美丝苗成株期的死苗率较低，都低于 60%，与

对照 TN1差异显著。 

隆两优 1141、农香优华占、N两优华占，紫

两优 5218、晶两优华占、深两优 841、粤美丝苗

苗期的抗性级别为 9级，表现为高感褐飞虱，但

在成株期抗级为 7级，表现为感虫，抗性上升。

隆两优 534和五山丝苗苗期抗级为 5级，中抗褐

飞虱，但在成株期抗级为 7级，变现为感虫，抗

性丧失。深两优 862苗期和成株期的抗级都为 7

级，嘉优中科 2 号、隆两优 1813 苗期和成株期

抗级都为 9级，高感褐飞虱。桂花占苗期抗级为

7级，成株期抗级为 9级，表现为高感褐飞虱，

抗性发生改变（表 3）。 

2.3  晚稻品种对褐飞虱的抗性鉴定 

隆香优华占、吉优 1100、荣优 15、Y两优 1

号苗期死苗率较成株期高，且苗期死苗率与对照

TN1差异不显著。高优红 88、丰源优 2297苗期

死苗率均在 70%左右，成株期都低于 50%，苗期

和成株期与对照 TN1 都存在显著性差异。隆香

优 130 苗期死苗率和成株期相比变化不大在

65%左右，都与对照 TN1存在显著性差异。 

吉优 1100、荣优 15和 Y两优 1号苗期的抗

级为 9级，高感褐飞虱，但在成株期抗级为 7级；

隆香优华占苗期和成株期的抗级为 9级，高感褐 
 

表 2  早稻品种对褐飞虱的抗性反应 
Table 2  The resistance reaction of early-season rice to Nilaparvata lugens 

品种 Variety 
苗期死苗率（%） 

Mortality at seedling stage
苗期抗级 

Resistance grade
成株期死苗率（%） 

Mortality at adult stage 
成株期抗级 

Resistance grade

TN1 100.0±0.0a 9（HS） 95.6±2.3a 9（HS） 

Ptb33 13.3±3.3c 3（R） 26.5±1.9c 3（R） 

陵两优 104 Lingliangyou104 70.0±10.0b 7（S） 79.8±2.2ab 9（HS） 

陵两优 611 Lingliangyou611 93.3±3.3ab 9（HS） 70.0±13.0ab 9（HS） 

柒两优 2012 Qiliangyou2012 83.3±12.0ab 9（HS） 65.1±13.1b 7（S） 

表中 HS为高感；R为抗虫；S为感虫；MR为中抗；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值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经 Duncan’s 

多重比较检验差异显著（P<0.05）。下表同。 

HS: Highly susceptible; R: Resistance; S: Susceptible; MR: Moderately resistance. 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 ± SE, and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a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P<0.05).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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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稻品种对褐飞虱的抗性反应 
Table 3  The resistance reaction of middle-season rice to Nilaparvata lugens 

品种 Variety 
苗期死苗率（%）

Mortality at  
seedling stage 

苗期抗级 
Resistance grade

成株期死苗率（%） 
Mortality at  
adult stage 

成株期抗级 
Resistance grade

TN1 100.0±0.0a 9（HS） 95.6±2.3a 9（HS） 

Ptb33 13.3±3.3f 3（R） 26.5±1.9e 3（R） 

隆两优 1141 Longliangyou1141 90.0±5.8ab 9（HS） 51.5±10.3d 7（S） 

农香优华占 Nongxiangyouhuazhan 86.7±6.7ab 9（HS） 57.4±11.6cd 7（S） 

N两优华占 Nliangyouhuazhan 93.3±6.7ab 9（HS） 67. 3±10.9bcd 7（S） 

紫两优 5218 Ziliangyou5218 90.0±5.8ab 9（HS） 52.9±10.3d 7（S） 

隆两优 534 Longliangyou534 46.7±3.3e 5（MR） 65.3±3.3bcd 7（S） 

望两优 6号Wangliangyou6hao 93.3±3.3ab 9（HS） 81.0±3.4abc 9（HS） 

五山丝苗Wushansimiao 46.7±16.7e 5（MR） 63.7±8.5bcd 7（S） 

深两优 862 Shenliangyou862 66.7±3.3cd 7（S） 69.5±1.8bcd 7（S） 

两优培九 Liangyoupeijiu 93.3±3.3ab 9（HS） 86.2±6.8ab 9（HS） 

晶两优华占 Jingliangyouhuazhan 73.3±3.3bcd 9（HS） 59. 7±3.8cd 7（S） 

深两优 841 Shenliangyou841 76.7±3.3bcd 9（HS） 57.5±12.6cd 7（S） 

嘉优中科 2号 Jiayouzhongke2hao 90.0±5.8ab 9（HS） 76.3±4.8abcd 9（HS） 

隆两优 1813 Longliangyou1813 73.3±6.7bcd 9（HS） 79.6±5.7abc 9（HS） 

粤美丝苗 Yuemeisimiao 80.0±0.0abc 9（HS） 58.6±8.8cd 7（S） 

桂花占 Guihuazhan 60.0±5.8de 7（S） 82.3±3.8abc 9（HS） 

 
飞虱；高优红 88 苗期的抗级为 7 级，但在成株

期抗级为 5级，中抗褐飞虱，抗性增强；丰源优

2297苗期抗级为 9级，高感褐飞虱，成株期为 5

级，中抗褐飞虱，抗级增强（表 4）。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标准苗期集团鉴定法对江西省种植的

25 个不同水稻品种的鉴定结果表明，抗性品种

有 4个，分别为隆两优 534、五山丝苗、高优红

88 和丰源优 2297。隆两优 534 和五山丝苗为苗

期有抗性抗级均为 5 级（中抗），但死苗率都接

近 50%，成株期抗性丧失，抗级均为 7级（感虫），

死苗率均为 65%左右，不论苗期还是成株期两者

死苗率基本一致，这跟两者来源于同一品系有

关，导致对褐飞虱的抗性水平基本一致。高优红

88和丰源优 2297苗期未见抗性，死苗率基本一

致，前者抗级为 7级（感虫）后者抗级为 9级（高

感），但成株期抗性抗级均为 5级（中抗），死苗

率接近 50%。 

具有抗性的 4个水稻品种在苗期和成株期对

褐飞虱的抗性存在差异。研究发现一些水稻品种

苗期抗虫，但成株期抗性缺失，有的苗期感虫，

成株期却抗虫（陶林勇，1995），王建军等（1999）

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相关研究表明，影响

水稻品种对褐飞虱抗性的鉴定因素有很多，如苗

龄、褐飞虱虫源性质、种子纯度等。吴碧球等

（2016）研究发现苗龄的不同会影响防御酶的活

性从而影响水稻对褐飞虱的抗性；水稻品种在苗

期和成株期的抗性不一致的原因跟水稻品种内

具有微效抗虫基因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关系（肖汉

祥等，2011）。由于田间褐飞虱对水稻的主要危

害时期集中在水稻的成株期，所以在苗期和成株

期抗性不一致时，以成株期的抗性水平来评价比

较可靠（王建军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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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晚稻品种对褐飞虱的抗性反应 
Table 4  The resistance reaction of late-rice to Nilaparvata lugens  

品种 Variety 
苗期死苗率（%）

Mortality at  
seedling stage 

苗期抗级 
Resistance grade

成株期死苗率（%） 
Mortality at  
adult stage 

成株期抗级 
Resistance grade

TN1 100.0±0.0a 9（HS） 95.6±2.3a 9（HS） 

Ptb33 13.3±3.3d 3（R） 26.5±1.9c 3（R） 

隆香优华占 Longxiangyouhuazhan 93.3±3.3ab 9（HS） 73.6±10.1ab 9（HS） 

吉优 1100 Jiyou1100 80.0±5.8abc 9（HS） 59.1±11.0b 7（S） 

高优红 88 Gaoyouhong88 70.0±5.8c 7（S） 48.7±8.1bc 5（MR） 

隆香优 130 Longxiangyou130 63.3±12.0c 7（S） 65.5±12.0b 7（S） 

丰源优 2297 Fengyuanyou2297 73.3±12.0bc 9（HS） 43.6±4.2bc 5（MR） 

荣优 15 Rongyou15 83.3±6.7abc 9（HS） 68.7±10.3ab 7（S） 

Y两优 1号 Yliangyou1hao 80.0±0.0abc 9（HS） 56.8±14.5b 7（S） 

 
鉴定的 25 份水稻品种中具有抗性的只有 4

份，并且不论苗期还是成株期抗性水平都不高，

这可能跟高抗品种容易产生新的生物型，使水稻

抗性丧失有一定关系（巫国瑞等，1983），此外，

一般褐飞虱生物型田间转化 3 年左右就能完成

一个周期，而水稻抗虫品种从 F1 代到定型至品

种推广要 5 年以上（许长芬，2015），这也是导

致多数主栽品种中不抗褐飞虱的原因之一。同

时，抗虫品种的选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抗源难

以寻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抗源引入困难，

使远缘杂交成功率低；采用不合理的抗性筛选方

法，造成抗虫资源的浪费；不容易兼抗等，诸多

因素造成目前主栽水稻品种中抗性品种匮乏（李

艳茹等，2005）。 

抗性品种对褐飞虱抗性的鉴定是长期试验

的结果，本试验对江西省种植的 25 份水稻品种

进行了初步的筛选，旨在为江西省培育、鉴定、

推广抗褐飞虱的水稻新品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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